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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前我国休阑渔业的发展状况及对策 
邴绍倩 张相国 

根据渔业和渔区的特点和社会消费的需求 ，在渔区 

兴办以渔为龙头 ，发展旅游观光和游钓渔业为主的休闲 

渔业 ，并且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提高渔业经济发 

展质量，使之形成渔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当前和今后 

渔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本文从当前国内休闲渔 

业的发展现状着手，分析休闲渔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并 

且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1 休闲渔业发展概况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休闲渔业就在加勒比海地区 

兴起，以后逐步 ‘展到欧美和亚太地区，形成产业 ，日 

本 、西欧、美国的休闲渔业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 

轻重。以 日本为例，据统计，1993年 日本从事垂钓的人 

数达到3 729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30％，而从事游钓导 

游业的人数达 2-4万人，其中90％是与渔业相关的兼业 

人员。游钓渔业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日本渔村经济的发 

展，优化 了日本的渔业产业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一 部分渔民的就业问题，还发展了与渔业相关的游钓器 

材商店 、器具制造厂等相关的服务业。同时，日本政府 

为开发观光资源，促进休闲渔业的发展 ，在道路、通讯 

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使休闲渔业在 

日本得以持久健康发展下去。80年代，休闲渔业在美国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 ，并逐渐成为美国渔业的重要支柱产业。 

近年来，休闲渔业在我国开始有所发展 ，北京 、上 

海、大连 、福建漳州等地区都是休闲渔业发展的典范。以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漳州为例 ，近年来 ，漳州市在充分 

发挥旅游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已开辟了东 

山湾 、南太武等风景区，其中东山县形成 了 “一线五区” 

的旅游经济开发区，南太武风景区设有高尔夫球场和休 

闲度假区。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休闲渔业在我国的 

发展并没有形成规模 ，尚处比较分散 、水平不高的起步 

阶段，大多数地方是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 ，开发休闲渔业项 目，经营形式不拘一格。 

2 发展休闲渔业的意义 

2．1 有利于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当前海洋渔业资源Ft 

益衰退，要求对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实行保护，加上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实行，中国的渔业作业水域受到 

了很大的限制，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发展休闲 

渔业有利于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2．2 有利于对资源的充分利用 我国有众多风景秀丽的 

江河湖库 ，漫长的黄金海岸和海洋奇观，随着近年来旅 

游市场的不断发展，旅游消费不断提高，沿海渔村、渔 

区已经成为一些城镇居民向往的旅游和休闲之地。这些 

传统的海、淡水捕捞渔业生产基地，多座落于依山临水 

的江河湖海之滨，多数仍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光和渔村 

文化，最有条件发展旅游业。有计划的选择有条件的沿 

海渔区、海岛发展休闲渔业，有利于促进沿海地区的对 

外开放，有利于就地消化吸收日益多余的捕捞渔业劳动 

力，繁荣渔区经济 ，增加渔民收入 ，改善渔村环境。 

2．3 有利于其它行业的发展 休闲渔业通过对渔业资源、 

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把现代渔 

业和休闲、旅游 、观光及海洋知识的传授有机结合起来 ， 

实现了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互结合和转移， 

必将带动诸如交通、通讯、旅游等各个行业的发展。 

3 制约休闲渔业发展的因素 

3．1 渔区自然资源优势问题 每个地区发展渔业的资源 

禀赋都不尽相同。具体而言 ，地理位置 (沿海和内陆 )、 

水体特点等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甚至是极大的差异，从 

而导致了不同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 

5．2 观念问题 在纯渔村地区，从事渔业的生产者多是 

世代相传的渔民，让他们从生产性的捕捞业转到休闲渔 

业，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5．5 资金问题 资金短缺问题一直是阻碍沿海渔区经济 

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休闲渔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支持。长期以来，我国渔业投入资金较少，渔区、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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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建设远远不足。在当前转产转业的政策背景 

下 ，资金问题更为突出。 

5．4 劳动者素质问题 现从事休闲渔业的劳动者多是一 

些专业渔民，他们从传统的捕捞业转移而来，文化程度 

偏低 ，缺乏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5．5 市场环境问题 目前，休闲渔业比较突出的问题就 

是市场体系和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职能不明确 ， 

在落实监督管理方面做的也不够 ，致使休闲渔业市场处 

于一个 比较混乱的状态。 

4 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 

4、1 提 高资源利用率 ，发挥各地 区自然资源优势 渔村 

渔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发展休闲渔业的基础 ，各个渔区 

的资源状况是不同的，各地应该提高认识 ，合理利用资 

源，开发资源 ，因地制宜的建设休闲渔业项 目，吸引更 

多的游客，增加渔民收入。 

4．2 加强政府支持 力度，增加渔业资金投入 政府要将 

渔业部门的建议置于国家整个经济中去考虑 ，做好财政 

和金融保险等方面的工作 。 

4．2．1建立渔区的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 

专业渔民转移到休闲渔业行业 ，为此他们需要大量的资 

金，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就是要对纯渔村渔区的财政转移 

支付，建立鼓励发展休闲渔业的发展基金、专项基金、补 

助基金等。 

4．2．2扩大渔区的公共工程支出项 目 目前有条件的渔区 

已经从事休闲渔业 ，但都感觉到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建 

设过程中资金短缺。所以，应该增加渔港及辅助设施建 

设基金 ，海区渔区通讯设施建设基金，使渔区休闲渔业 

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 以及把握市场信息和市场机会的能 

力增大。 

4．2．3实行渔业税费调整和渔民减负政策的落实 渔民在 

从事渔业活动的过程中，渔船 、养护以及其他各项管理 

的费用都非常巨大，渔民负担过大 ，这也不利于休闲渔 

业的开展。所以，应该尽快落实有关渔民减负的政策。坚 

决禁止向渔民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 

4．2．4加强金融政策保险方面的工作力度 近年来，负债 

经营的渔民很多，导致银行对渔民商业信贷支持不足的 

现象增多，同时，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整顿与关停 ，融 

资环境更加恶劣。应该加强信贷支持力度，制定相关政 

策，促进和规范渔村的融资环境，进一步协调好渔区的 

商业保险和互助保险 ，为休闲渔业的发展创造一个 良好 

的金融环境。 

4、5 提高渔业劳动者素质 ，加 强技术培训 同其他任何 

产业一样 ，休闲渔业需要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较高水 

平的工作人员 ，要加强宣传教育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 

大技能培训力度，提高休闲渔业的安全性 ，提供给游客 

更好的服务和指导。 

4．4 完善 管理机制，健全休闲渔业保障体 系 休闲渔业 

的发展涉及到众多管理方面的工作，例如游客的人身安 

全管理 、饮食卫生管理、船舶审批手续的管理和船舶安 

全管理等各个方面。加强休闲渔业的管理，首先要明确 

行使休闲渔业管理职能的主管部门，落实管理职责，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落实监督管理。同时，还应该 

协调好休闲渔业同其他行业的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 

性，共同发展。(200090 上海水产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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